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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湛的雕工技法、传神的艺术形象、
悠长的内涵底蕴……5 月 10 日开幕的第
十四届深圳文博会上，琳琅满目、美轮美
奂的文化艺术精品集聚，展现着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和大国工匠的精湛技艺。

走进主会场 9 号馆工艺美术馆，仿佛
置身文化艺术之海，其中，百名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作品联展向来都有佳品呈现，今年
也不例外，共有16个省市的107件（套）代
表作品参展。其中，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蔡
水况带来脱胎漆线雕作品《神武大元帅》，
融合了福建的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脱胎漆器和漆线雕，造型神奇威武。中国
美术大师黄俊军则展出了其创作的铜版
画、铜壶、银壶，这些精致的器物以纯银、铜

为材质，经过抬、落、串、点、压、采、勾、丝、
镌等数十道工艺流程，把装饰图案錾刻在
金属表面，展现了其作为新一代艺术工匠，
在继承、发扬传统金属錾雕技艺的基础上
创新形成的“骨法造型、精雕细刻、形神兼
备、兼收并蓄”的金属錾雕工艺特色。

艺术工匠和技师们还以雕刻为媒，将
孝文化、道文化等当地传承已久的优秀文
化融入作品，将作品生活化，推动传统文
化显性化、大众化、体验化，走进千家万
户。中国根艺美术大师宋智勇带来的《游
子吟》《代代相传》等作品反映了母慈子
孝、家风传承的主题。他表示，孝道是中
华民族的核心传承文化之一，自己想做的
就是将其和木雕文化有机结合，让更多的

人通过艺术作品去了解、传承孝道文化，
因为只有蕴含了文化内涵的作品才是活
的，才更有价值。

看完雕刻艺术，还有陶艺、漆艺、编织
和扎制、金属工艺、剪刻绘印、刺绣、染织
等艺术精品，展示出丰富多元的传统手作
之美。其中，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工
艺美术师池家骏设计、数名高级技师精心
制作而成的点螺《四大名山》地屏，以中国
佛教四大名山为题材，画面构思巧妙，在
工艺上采用扬州独特的珍贵漆器点螺工
艺，这里的“点”指技法，“螺”是材料，该工
艺选用自然色彩的夜光螺、珍珠贝、石决
明等材料精制成薄如蜂翼、小如针尖、细
若秋毫的螺片，用特制的工具一点一丝地

点填在平整光滑的漆坯上，经过精致的髹
涂工艺，使产品具有色彩绚丽、随光变幻
的艺术风格。

此外，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薛生金的平
遥推光漆器《太行山》屏风也在这里亮相，
该屏风长 5米、高 2.2米，选用优质的木材
做胎，通过裱布、上灰、髹漆，运用堆鼓彩
画工艺制作而成，塑造了巍巍太行、旭日
东升、苍松翠柏的宏伟和壮美。

记者注意到，在“一带一路·国际
馆”里也有非遗文化精品亮相，来自深
圳市的袁氏剪纸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袁
曼君带来新作 《丝路古道新时代》 和

《丝路驼铃》，与“一带一路”沿线的海
外参展代表们互动。

在深圳西部的经济大区和产业重镇
——宝安区，文化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正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第十四届深圳文博会上，宝安区坚
持走质量型、内涵式的转型之路，策划设
置了“1+11+14+24”板块，即 1 个主场馆
宝安展区、11个分会场、14个配套文化活
动和 24 个重大签约项目，着眼在本届文
博会上，加快文创产业集聚，推动创意市
场对接，不断提升宝安文化影响力。

据宝安区文体旅游局副局长柯明介
绍，近年来，宝安区坚持从“抓手、平台、机
制、载体”等 4个方面精准发力，加大改革
创新和服务保障力度，积极培育新产业、
拓展新模式、发展新业态、促进新发展，文
化创意产业呈现出格局之变、业态之变、
模式之变的良好发展态势。该区纳入统
计的文创企业从 2013 年的 730 家增加到
2017 年的 2247 家，规模及以上文创企业
从无到有，2017 年已达 385 家。2017 年
全区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达 211.73
亿元。

本届文博会上，位于 1 号馆文化产业
综合馆的宝安展区，以“湾区核心、智创高
地、共享家园”为创意出发点，将展览主题
命名为“产业生态、智创未来”，展区划分
为“产业格局之变”“产业业态之变”“产业
模式之变”三大板块，设置了“我的文化生
活”“我的科技生活”“我的娱乐生活”“我
的智能生活”“我的运动生活”“我的虚拟
生活”等六大区域，通过“情境+场景化”，
沉浸式地展示了 42 家文创企业代表和
116 款前沿文创产品，凸显宝安“共享家
园”的文化底蕴和科技内涵。

今年宝安区参展企业、展品和配套
活动均实现全面优化升级，实物参展企
业数量及展品数量较上届均增加 30%，
首次参展企业占 52%，14 个配套文化活
动中有 6 个活动为首次主办。参展企业
文创优势突出，既有定军山科技、宝嘉
能源、洛斐客等本土培育企业，又有裕
同科技、壹品光电、白狐工业设计等行
业领先企业，还有棕榈体育、领先康
体、松岗琥珀交易市场等国际化品牌文
化企业。

据柯明介绍，近年来，宝安区通过引

入专家评审机制，建立文化产业项目库，
构建了重大文化创意活动综合评估体系，
形成了产业项目专业化、规范化管理的闭
环。2017年文博会10个区政府签约项目
的落户率已达 80%。本届文博会宝安区
还将有 24 个重大文创签约项目，其中区
政府与企业签约项目 9个、街道与企业签
约项目 3 个、企业与企业签约项目 12 个，
总投资（交易）金额将达到58.71亿元。

柯明表示，对今年的签约项目，在安
排专人对接、协调解决用地用房等问题的
同时，宝安区还邀请专家团队对项目进行
评估和指导，确保项目有发展潜力前景。
如“数字电影产业基地”致力于“文化+科
技”的融合发展，将打造国内首个数字电
影全产业链生态基地；“宝源前岸文创中
心”聚焦“文化+创意”，与 F518 时尚创意
园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打造文化创意产业

新高地；“尔体产业园”引进“文化+动漫+
电子竞技”产业链，将打造华南地区最有
影响力的电子竞技产业孵化之城。

为加快构建产业集群，宝安区还出台
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管理办法》，建立园
区认定标准和退出机制，以文创园区为产
业载体的创意产业集群不断完善功能，发
挥辐射效应，形成产业集聚和全产业链的
双轮驱动模式，初步形成创意设计、印刷
包装、数字视听、动漫游戏等文化产业集
群。统计显示，宝安区现有国家级文创示
范基地1家、市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5家、
区级以上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基地）9 家、
其他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域 6家，总面积
达37.09万平方米，入驻企业1120家。

以定军山数字电影文化科技创意园
分会场为例，定军山科技入驻宝安 3年期
间，已从单个园区快速发展为集聚园区，

成长为电影科技行业领头企业，新落成的
“数字电影产业基地”可以说是“定军山数
字电影文化科技创意园”的产业升级版，
宝安区拟将其打造成电影技术全产业链
新兴产业基地。据深圳市定军山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助理蔡有学介绍，本届文博
会期间，定军山分会场将围绕“文化+科
技”，通过展示“多类型电影播映新模式”
与“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等最新播映技
术，实现放映模式优化与服务升级，推动
中国电影走出国门、中国文化走向海外。

产业规模的提升带来了产业业态类
别的不断丰富。柯明表示，宝安区文创产
业已实现业态从单一到多元的质变，从文
化装备生产为主的单一业态，到涵盖创意
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文化投资运营
等全部文创产业九大类别，形成了一批具
有宝安特色的文化产业新业态。

本报深圳5月10日电 记者李丹报
道：以“版权高地、文创先锋”为主题，深圳
市罗湖区展团通过在今天开幕的第十四
届文博会主展馆 1 号馆文化产业综合馆
和分会场上，全方位展示罗湖区文化产业
的概况、优势和特色，展现出罗湖作为现
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先锋城区的文创担当
和文化底蕴。

据罗湖区投资推广局文产部部长周
海涛介绍，本次罗湖展团在主展馆设置了
版权产业聚集区、黄金珠宝聚集区、工艺
美术与文化艺术品聚集区、影视动漫聚集

区、创意设计聚集区等五大产业聚集区，
借助“版权·罗湖”“创意·罗湖”“夺目·罗
湖”“影像·罗湖”等多个主题的连续呈现，
将艺术理念、科技理念、创新理念、传统文
化引入人们的生活，并从多个角度综合展
示罗湖文化产业的发展成果，树立魅力罗
湖、精彩罗湖的新形象，积极推动罗湖文
化企业走向世界舞台。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中，罗湖将围
绕“版权+”展开一系列主题活动。深
圳珠宝聚集区分会场将着力宣传珠宝版
权保护知识，推动珠宝原创设计版权保
护；动漫基地分会场举行版权保护产业
高峰论坛，将聚焦深圳动漫产业发展过
程中的知识产权运营与版权保护问题，
协助各方力量助力动漫行业生态健康的
发展。

本报深圳5月10日电 记者魏永刚

报道：走进第十四届文博会福田展区，最
新的福田智造以及科技与文化融合的“新
风貌”随处可见。

其中，包括盈天下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的“空气成像”技术、博林文创公司的三维
立体投影技术等，以及展示福田区建筑装
饰设计企业设计的作品，观众可通过手势
互动装置，在现场根据人手中心点在三维
空间内的运动，通过不同手势控制数字内
容的选择、确定、过渡、上下左右翻页或旋
转翻页。

据深圳市福田区文产办副主任姜祖

林介绍，福田区是深圳整体时尚产业发展
的核心主导区域，在女装领域，玛丝菲尔、
影儿、赢家、歌力思等一批引领高端服装
潮流的时尚集团正向国际化迈进。

在本届文博会上，福田区的分会场将
紧扣民族元素，“书文化”“纸文化”“字文
化”等将轮番登台。其中，深圳中心书城分
会场将开展非遗项目及古籍书修复等活
动；深圳文化创意园分会场将举办“2018
深圳文化创意园滇粤文化艺术展”；吉虹创
意设计园分会场将举办“匠心之筑：国际设
计师交流论坛”、庄玉君国画展等。

谁也没有想到，曾经的一家空调厂，通过对原有建
筑物进行一系列升级改造，如今已成为“移动互联网+
文化创意”的生态园区，成了房地产企业转型布局文化
产业的经典案例——这就是万科星火 ONLINE 文化
创意产业园项目。

在社会资源再利用和深圳“文化立市”的大背景
下，两年来，万科星火 ONLINE 文化创意产业园成功
开展了文博会专项活动、创意十二月、星火文化节、星
火计划等系列文化活动累计达200多场。作为今年新
增的文博会分会场，以“创意创想·城市生长”为主题，
万科星火 ONLINE 文化创意产业园带来了艺赏国际
时尚买手交易会、创意景观设计展、咖啡机时光记忆展
以及国粹戏曲表演、乐队表演、电影鉴赏等一系列富有
人文创意特色的活动，给人们带来了一串串惊喜。

在本届文博会期间，该分会场将举行民间音乐会、
时尚买手交易会、城市魅力发现等多项兼具深度、专业
性、趣味性的文化活动，促进专业走进大众、艺术融入
生活，为城市分享和生活创造探索更多的可能。其中，
以闻音、论道、记忆、匠心为关键词的“创意创想·城市
生长”主题论坛是该分会场的重头活动之一，携手行业
大咖探讨城市创意设计发展趋势，展示星火院子办公
场景的独特创意设计，以主题论坛的方式把设计、实
践、创新三者整合协作，找寻城市生长的创新能量与解
决方案。此外，艺赏国际时尚买手交易会将通过召集
优质品牌买手资源及时尚行业专业人员，聚集国内外
优质的服饰及全品类面料，为文化时尚人士搭建起便
捷、专业的交易交流平台。

“万科星火 ONLINE文化创意产业园是一个新的
典型的‘工改文’范例，通过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和社会
经济相互促进的作用，为龙岗区文化产业发展进行了
大胆探索。”深圳市龙岗区副区长尚博英表示，这得益
于龙岗区委、区政府以打造“文化高地”为目标，按照

“品牌拉动、平台推动、规划带动、集群联动、创意驱动”
的工作思路，努力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
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推动文
化产业跨越式发展。

“文化+时尚”双产业融合是本届文博会盐田国际
创意港分会场的关键词，系列主题活动将于近期在盐
田国际创意港·设计广场开幕，届时将举办“时尚孵化
加速器”、中纺标服装设计艺术学院、“那·时尚+”加速
器、音乐工作室等项目揭牌仪式。

值得关注的是，由灵狮集团、深圳市纺织行业协
会、深圳市创意文化交流协会等共同发起的“时尚孵化
加速器”项目，将以服务时尚创业为核心特色，以提供
协同办公空间和文化科技创意产品展示交易为核心功
能，为创业者、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线上+线下”的办
公孵化、投融资对接、商业模式构建、团队融合、媒体资
讯、创业培训、专业咨询等全方位服务，旨在助推新时
代中国纺织文化发展。

为进一步推动文化“双创”发展与媒体融合，
本届文博会上，盐田国际创意港分会场还将举办广
告主题展览，邀请新媒体联盟、微电影协会、星艺
网、粤港澳地区广告创意设计产业企业和机构，以
平面展结合影音系统和实物、案例的形式，进行近
百个以公益广告为主体的广告创意产业成果的集中
展示和推广，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地区广告创意文化
的交流和合作、弘扬公益精神，全面展示“粤港澳
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新型生态，助力广告文化创意
产业为核心的创新体系吸引全球资源，创新成果辐
射全球市场，实现文化资源的共同开发和文化市场
的互联互通。现场还将举行中国好面料、好设计主
题展览，搭建交流、展示和合作的平台，促成产业
链上中下游相关方价值变现，多方位推动纺织服装
行业的共同发展。

此外，文博会期间，潮州市人民政府还将借助分会
场平台，启动设计新“潮”——中国（潮州）首届文化创
意设计大赛，旨在搭建深圳与潮州文化创意合作平台，
形成两地文化对话交流机制，推动深圳设计与潮州产
业融合发展。本次合作充分体现出了展示创意港在平
台聚集与高端引领的效应，更体现了深圳文化、深圳设
计的力量。

5 月 10 日，在

第十四届深圳文博

会 茶 阅 世 界 分 会

场，演员们正在进

行茶艺表演。

安文发摄

万科星火ONLINE文化创意产业园：

“工改文”新路径
本报记者 张建军

盐田国际创意港分会场：

“文化+”赋能时尚创业
本报记者 杨阳腾


